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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强对师范生培养问题的研究，深化师范生培养模式变革，

是建成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内在要求。通过分析美国卓越小学教师培养项目，发现其人才培养的跨学科以

及实践性特征，明晰其卓越教师培养路径，进而提出我国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相应革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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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lanning, education based. Education plan, teacher base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nor-
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high quality teacher team. 
Through the study of American excellent prim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projects, the interdiscip-
linary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training are found, the excellent teacher training path 
is clear,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innovation strategy of our prim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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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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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需要培养学生成为批判性思考者、创新型能力者以及智慧型表

达者，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而基础教育实施的好坏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我国青少年总体素质水平的高低，要办好基础教育，关键在教师。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综合化趋势，培养卓越小学教师已经成为当前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几年，教育部有关卓越教师

培养的文件都明确提到要根据基础教育实际需求，探索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1]。同时，需重点探索借

鉴国际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经验、建构适合我国本土的培养模式[2]。可见，培养师德高尚、知识面广、综

合素质高的小学全科教师已然成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求。小学

全科教师培养诉求发轫于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现实困境，表现为一名教师身兼多门科目的教学工作，一

定意义上承担了“全科教师”的角色，旨在解决农村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条件落后等问题。当前，不同

学科知识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综合化发展趋势愈发凸显，学生接触到的知识不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

综合多元的，这便决定了教师必须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充盈多个学科的知识储备，提高课程整合能力

以及跨学科教学能力，才能适应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基于此，培养适应新时期发展诉求的小学

全科教师不仅是振兴乡村教育的有力推手，也是对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 
美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教师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卓越教师的目

标定位、招生与选拔、培养过程、教育资源投入、培养质量保障等问题，现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成熟

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其卓越小学教师所具备的素养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全科教师”基本吻合。根据《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Website)的教师教育项目排名，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简称 MSU)连续 25 年在全国中小学教育中排名第一，其教师培训计划备受推崇，一些核心经

验突出表现为指向多元能力综合发展的卓越教师培养目标、跨学科综合化课程体系设置以及在课堂中尽

早以及持续地开展教学实践以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教育实习。学校培养的基础教育师资加入到一系列需

要深入了解儿童发展、人类行为和教育的行业中，为美国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服务，成为促进社会公平以

及正义的变革力量。本文将以美国 MSU 的小学教师职前培养项目为例，探究其小学教师培养的目标定位、

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实践体系，以期为我国高校开展师资培养活动提供相应借鉴。 

2. 美国卓越小学教师培养项目分析 

2.1. 多元能力综合发展的培养目标 

密歇根州立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采取“4 + 1”培养模式，即四年在校学习和一整年、进阶式的

教育实习[3]。小学教师培养项目中的学生将获得从事幼儿园到三年级(PK-3)或三年级到六年级(3~6)所有

学科教学所需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此外，学生还需从全国学校亟需的三个领域(国际英语教育、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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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保育)中选择一个进行深入学习。培养项目中的核心要素包括所有学科领域的坚实基础，所选教学

领域的额外深度，有效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及完成学士学位后在公立学校进行的全年有指导教学实习。MSU
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总目标为“教师领袖”(teacher leader)，具体培养规格体现在知识、能力、情感等多

个维度。知识层面上，小学教师应掌握所选学段涵盖的所有学科知识以及校内外参与民主管理的相关知

识；能力层面，小学教师应具有批判性思维及教学反思能力，具备课堂管理能力以及民主领导力，可以

针对多元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并成为积极参与民主改革的一份子；情感层面，MSU 专注于培养小学教师

具备支持社会公平及社会正义所需的性格和技能，促使教师深刻理解社会公平及正义。基于上述，MSU
小学教师培养目标表现出理论联系实际以促使学生综合能力全面、自由且充分发展的卓越取向。同时，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紧跟基础教育发展趋势，完善准教师的知识能力体系。 

2.2. 跨学科综合化的课程设置 

MSU 教育学院围绕“卓越教师”培养目标，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在课程设置上突出跨学科以及综合

化。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四类课程，分别是：综合学习和写作课程、小学教育计划课程、专业主辅修课程

和教师教育课程[4]。综合学习与写作课程是 MSU 所有本科生必选的专业基础课程，相当于我国开设的

通识类课程。综合学习课程主要涉及三个领域：艺术和人文，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以及普通科学，表

现出明显地跨学科培养特征。写作课程包括非专业写作和专业写作训练两种类型，教会学生围绕相关主

题进行有逻辑的书面表达，以培养其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进行非专业写作时，学生可以任意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写作学习。专业写作训练则要围绕着教师必备的写作能力开展，主要表现为教案的

撰写、评语的写法、科研学术的写作等。通识课程的开设时间为入学后前两年，经过两年学习，学生在

拓宽基础知识面的同时也能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素养与创新能力。小学教育

计划课程自入学后第三年开始教授，学习内容包含小学层次所有学科类目，课程的设置表现出整合性以

及综合化特征。通过小学教育计划课程的学习，师范生可以熟练掌握小学阶段需要教授的所有科目知识，

提高自身的学科综合素养，为日后的包班制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专业主辅修课程也是从大三开始学习，

师范生在主修一门小学科目的基础上辅修某一国家亟需领域的专业知识。在辅修课程上，学院未做出强

制规定，学生可在小学教育计划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兴趣自由选择。教师教育课程是其课程体系

中的核心部分，贯穿师范生培养全过程，具体可分为教育类理论课程以及教育实践课程。理论课程主要

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小学学科教学设计、小学跨学科教育、班级组织与管理等知识，涵盖师范生独立

开展教学所必需的教育基本知识和教学技能。为了与教育实践达成深度融合，学校在开展实习前先安排

师范生修习 5 门教育理论课程，之后再结合教学实践进行剩余 6 门课程的学习，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

度交融。具体课程结构详见表 1。 
 

Table 1. Curriculum of primary education specialty 
表 1. 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下属课程门类 

通识教育类课程 

综合学习类课程 

艺术人文与综合研究类课程 

社会、经济、行为科学研究类课程 

一般科学与综合研究类课程 

写作类课程 
非专业写作课程 

专业写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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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小学教育计划课程 

语言习得和发展类课程 

儿童文学类课程 

创意艺术类课程 

美国历史类课程 

地理类课程 

小学科学类课程 

艺术类课程 

运动学类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教育理论课程 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 

教育实践课程 服务学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专业主辅修课程 

综合科学类课程 

语言艺术类课程 

数学类课程 

社会研究类课程 

2.3. 贯穿培养全程的教育实践 

高质量的教育实践是确保卓越教师培养的必要条件，密歇根州立大学密切关注中小学发展实际，建

立了灵活多样的小学教师协同培养机制。其师范生教育实践体系是一个包含教育实践目标、教育实践内

容、教育实践指导、教育实践评价以及教育实践经费保障等诸要素在内的综合体系[5]。MSU 教育实践体

系的培养目标为帮助教师获得从事教育的专业品质和能力。其中，专业品质包含理解力、责任心、思考

力以及敏感性[6]。专业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教学能力、评价与反馈能力、学习共同体建构能力以及沟通

合作能力[7]。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些体现在专业品质及专业能力上的抽象实践目标又被细化为了一个

个可操作的具体行为，使得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并具备可行性。在实践的具体开展上，MSU 教育实践体

系包含与理论课程相结合的服务学习、模块化的教育见习以及最后一年的教育实习，是一个由浅入深提

升教学能力的系统体系。服务学习是培养准教师实践能力的重要形式，几乎每门课程都提出了相应的服

务学习要求，引导学生将理论课程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具体形式有：担任课堂助理、开展家庭辅导、办

理主题宣传活动等，是教师候选人灵活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深入了解社会实际的一种高效形式。教育见

习开始于教师候选人入学后的第三个学期，融合在教师教育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主要有见习观摩和

协助教学两种，旨在帮助候选人结合教育实际理解理论知识，并为正式的实习做准备。教育候选人在最

后一学年进行深入中小学的教育实习，实习由课堂观察、合作教学、引导式独立教学以及独立教学四阶

段组成，过程中穿插着教育理论课程的学习以及各类研讨会，以帮助学生解决实习中遇到的困难，更新

教育理念并改进教学实践。在教育实践指导上，MSU 对实习指导教师的角色以及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们各司其职且密切协同，以保证为实习生提供最大化的支持。在教育实践评价

上，MSU 小学教师培养项目制定了明确的评价指标，设计了科学评价工具，采用多元评价形式。其评价

指标涵盖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术、教学反思以及沟通与合作等维度。最具代表性的

评价工具为实习档案袋以及实践进度表。评价形式包含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绩效评估。过程评估贯穿实

习全程，绩效评估依据评价标准进行，由高校专业教师以及中小学教师根据实习学生的综合表现给出多

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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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与借鉴 

3.1. 明确卓越小学教师培养目标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深刻把握卓越小学

教师培养的本质与内涵，关系到未来小学教师培养的层次与质量，也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综合

MSU 教师培养目标及我国发展实际，小学教师的卓越性应体现在四个方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尚师

德；指向“一专多能”的宽厚知识基础；熟练开展教学的综合实践能力；促进终身发展的反思研究能力。

高尚师德表现为理想信念坚定、家国情怀深厚，坚定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热爱并尊重学生，有志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一专多能”即在具备广博科学人文素养的基础上，

精通一门小学科目的教学，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教学能力和学科整合意识。综合实践能力上，小学教师

应具备扎实教学基本功，能够依据所教学科课程标准，科学设计教学方案、开展教学活动以及实施教学

评价。反思研究能力需要教师树立终身学习以及发展意识，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具有可

持续发展的思考力及动力。同时，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结合小学教学实践开展相关教育研究，

形成基本的学科研究意识、态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综上，应构建“四位一体”指向多元能力综合发展

的卓越教师培养目标体系，明确小学教师培养方向。 

3.2. 优化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课程是联结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结果的主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MSU 小

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均衡，且类型多样。在课程占比上，教师教育理论课程总共 21 学分，加上教育实习

24 学分，共计 45 学分；通识课程 50 学分；学科专业课程最低 56 分。各类课程在总体中占比接近 1:1:1，
课程结构较为合理。在课程内容上，课程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以及跨学科综合化特征，课程设置突

出知识的递进性与连贯性，且十分重视写作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基于上述经验，我国在进行小学教育

专业课程改革时，应注意协调三类课程(通识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比例，切勿重“学术”

而轻“师范”亦或重“师范”而轻“学术”，应将师范类课程与学科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建构彼此支撑、

相辅相承的课程体系。同时，也要准确把握课程之间的递进逻辑，合理安排课程顺序，引导师范生逐步

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在课程内容上，根据小学教师应有的跨学科以及课程整合素养，教师教育应丰富通

识课程门类，帮助准教师建立包含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内的广阔知识基础。其次，应积极拓

展学科专业课程，提高学科知识的综合化程度，围绕教学目标整合相关课程内容，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

与融合，拓宽学科知识的广度，培养具备跨学科素养的小学教师。 

4. 改革教师教育实践体系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实现教师教育理论

知识与中小学教育实践的有机融合。MSU 教育实践体系的卓越之处体现在不断丰富教育实践的开展形式

与内容，并将有关实践的培养目标、教师指导以及综合素质评价都细化为了可评可测的具体教学行为。

实习过程中，各环节指导教师权责划分明确，帮助师范生解决遇到的教学问题，并给予相应的建议与改

进策略。结束实习后，采用兼顾多元主体、兼容多元方式的综合能力评价机制，为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培

养提供了有效外部监测与质量保障。相较于 MSU 教育学院长达一年的实习安排，我国教育实践的开展时

间较短，通常在十周左右。所以，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实践课程占比来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其次，应

丰富教育实践开展形式，创新实践内容，以充分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与重视程度。最后，强化对实践教

学各环节的管理，加强实践教师队伍建设，合理规划校内外指导教师的不同职责与工作细则，做到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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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同时，也要完善配套的实践评价标准，使用多元评价工具及评价方式，加强

对实践过程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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